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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策略 
冷春旸 

（辽宁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004）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形态，展现了我国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忠贞不屈的光辉历史，展现了我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

念、热爱祖国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是我国抗战胜利的 70周年，在政治领域、学术

领域等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红色文化浪潮，高校作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展现红色

文化所独有的号召力、感染力，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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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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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d culture is a unique cultural form in China，which shows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s' 

bravery，tenacity and unyielding，shows the firm faith，love for the motherland and the spirit of hard struggle of Chinese 

Communists，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he year 2015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wave of red culture has been set off nationwide 

in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ields.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Chin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ntegrated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ing the unique appeal and appeal of red culture，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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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化是人类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是人类传承历史、展望未

来的核心。在我国文化领域中，红色文化是一项关键构成要素，独

具我国特色，蕴藏着深厚的时代文化与革命人的崇高精神，是我国

的宝贵财富[1]。高校學生是我国重要的人才储备，承担着国富民强

的使命，在其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提高现今大学生的使

命感与当代革命人的精神，对国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本文以红色

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切入点，探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与策略，促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独有文化，是由我国共产

党人、先进分子与人民群众在长期艰苦战争中创造出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与厚重的历史，由

民族文化、革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提炼而成[2]。纵观历史，可

以发现我国红色文化形成的足迹，由当时革命人领导的第一次农民

起义的井冈山精神，到万里长征的精神，到后期新中国成立后革命

人为国为民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汶川

抗震精神等[3]。目前，我国仍存在着许多代表我国红色精神的有形

与无形产物，如烈士陵园、纪念馆、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等，承载

着我国革命人士忠贞不屈的精神，展现了我国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 

红色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是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强有力支撑。弘扬我国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

红色文化，促使我国未来中坚人才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爱国主义思

想、弘扬民族精神，培育青年一代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追求真理

的精神，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未来接班人，对构建我国和谐校园文化、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三、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思政课是引导学生树立以立德树人为根基任务的关键，是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思政课教师要担负起创新思政

课教学的任务，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中，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

理想认同，情感认同，思想认同，培养新时代下铸劳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新青年。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彰

显了我国的文化自信，融入思政课中还能够帮助学生厚植爱国主义

精神，有助于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高校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践行者，是实现国家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执行人。经济全球化、政

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普遍存在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焦躁、重经济提升而轻思政建设等现象，人

们的思想存在偏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快速发展，而红色文化融

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 

（一）红色文化的融入为学生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供支柱 

在战争年代，红色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至今的根本不仅是内部蕴

含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值得人们学习与传扬，更是蕴含了人们对生

活的美好向往，是我国人民一代代努力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共产主

义思想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引领人民团结、艰苦奋斗的重要

旗帜，是支撑革命者不畏艰难险阻、不畏严刑拷打的重要信念。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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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红色文化不再兴盛，高校也逐渐向重专业知识教育而轻思想政

治教育转变。据调查发现，超过 87%的受调查者认为信仰缺失、道

德滑坡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症状，69%的受调查者表示遇见老人跌

倒等事件不会帮扶，其中 90%左右的受调查者表示想要帮扶却害怕

讹人、碰瓷现象发生。对此，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强

化共产党员因公忘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培育学生为国争光、

奉献自身的理念，促进社会整体精神面貌呈现积极向上之态，促进

国家更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 

（二）红色文化的融入为完善大学生人格提供精神养分 

人格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

构组织，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中影响着人的内隐与外显的心理

特征与行为模式。人格包含人类稳定的个性、气质、价值观念以及

尊严、魅力等。我国教育重视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非仅

仅教授学生知识与技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文化的融入

是大学生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

神、乐观主义精神等，为大学生的人格完善提供丰富的素材。另外，

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因家庭的过分溺爱难以适应大学这一相

对独立的环境，心理上的落差甚至引发人格上的缺陷，因压力而自杀

甚至因生活琐事而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加强大学生红色文化

教育，使大学生接受红色文化熏陶，不断认识自我、提升自我，完善

自我人格，为国家未来培养文化水平高、思想道德高的未来一代。 

（三）红色文化的融入为培养大学生优良道德提供指引 

教育的宗旨在于明德启智、教人向善。培养学生明辨是非能力，

磨砺学生心智，强化学生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启发学生智慧，提高

学生品质。但如今中华民族传承的优秀品质如互帮互助、助人为乐、

尊老爱幼等已经成为了不法人士骗取同情心、讹人钱财的利器，冷

漠成为了人们的保护色。社会道德的困境越发显现优良道德品质的

可贵之处，国家越加重视社会道德风尚的引导与培养，尤其重视大

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提升。红色文化体现我国当代人情系天下、舍

生取义的情怀，体现着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优良品质，

为大学生优良品质的培养指引了方向。 

四、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 

红色文化体现着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

应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途径与方式，提升红

色文化在大学生中的感染力，使红色文化内蕴含的共产主义思想信

念、价值与道德等走进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加大大学生思政教育的

力度，提高大学生的优良品质。 

（一）在大学校园中营造红色文化的氛围 

为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应首先让红色文化走进课

堂。在课堂上，思政教育者可根据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安排红色文

化教育活动，并针对性挑选一些红色文化影视作品与记录片等在课

堂上播放，在影片播放完毕后引导学生通过发言与写观后感的形式

发表自身看法与感悟，以此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潜移默化

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走进课堂只是红色文化融入的第一步，其

次教师应充分引导，使红色文化走出课堂。高校管理者或者思政教

育者可带领学生组织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活动，如组织演讲比赛、红

歌大赛、烈士陵园扫墓、看望老兵等，并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台、

校报校刊等发扬红色文化，使红色文化充分融入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高校应充分利用红

色节日与纪念日，如建军节、国庆节、五四运动纪念日等，提高大

学生对国家的忠诚度，提高学生的爱国爱党精神，提高大学生对国

家发展、民族富强的责任感。 

（二）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融入红色文化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不

可分割的部分。在此种背景下，充分利用互联网，将红色文化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中，促进红色网站建设日益发展。据悉，我国高校校

园第一个红色网站建设在 1998 年的清華校园，这一创举为我国思想

政治教育在高校网络平台上开展提供可能，并成为了我国高校思政

教育发展的方向标，至今日，我国大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具备或正在

创办属于自己的红色网站。然而，我国部分高校创办的红色网站仍

然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如网站内容单一陈旧，未做到及时更新、与

时俱进，网站优势难以有效发挥，红色网站影响力较低等，抑制了

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为了有效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打

通思想政治网络教育的途径，加强红色网站建设与运用势在必行。 

（三）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实践活动中 

在高校中，相关人员应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

加强学生时代精神与优良传统的结合，使学生成为红色文化的参与

者与学习者，并向成为红色文化的发扬人与传播者努力。另外，高

校应结合省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建立学生实习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学生的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有力条件，激发学生爱国爱民、

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总结 

在高校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时，应充分了解其价值，明

确红色文化是学生确立共产信念的支柱，是促进人格完善的养分，

是优良道德的指引。加强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在大学校园

中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开展红色网站建设，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实

践活动中，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提高，促进国家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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